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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景观设计中的植物色彩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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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园林景观是现代城市环境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能让人们的生活环境更加美丽，并塑造城市良好形象。

但要充分发挥园林景观的这些作用，就要注重园林景观设计工作，充分关注设计中植物色彩运用要点。为了做好园林

景观设计工作，首先分析了植物色彩运用要点，论述了植物色彩运用意义、原理，然后探讨了植物色彩运用思路与基

本原则，提出相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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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国内城市发展，城市园林的建设数量越来越多，园林景观已成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升城市形象和居

民生活品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设计师必须以现代审美为基础，设计出符合市民需要的园林色彩景观，提高园林设

计质量，改善居民生活环境。

1��园林景观植物色彩运用意义

生活中可以见到各种各样的色彩搭配，不同的色彩搭配会给人带来不一样的观感，通过观感影响人们的情绪，充

分发挥这一作用，就能调节人们的烦躁情绪，或让人感到愉悦，说明色彩有益于人的心理健康。园林景观植物色彩运

用的本质是运用色彩艺术，色彩的影响作用在植物色彩运用中同样存在，园林景观植物的色彩运用可让城市人群保持

健康、良好的情绪与心理去生活、工作，营造适宜氛围，不仅通过植物色彩塑造美感，还在人们的心中建立亮丽风景

线，体现了园林景观植物色彩运用的现实意义[1]。此外，园林景观植物色彩运用的意义也体现在其他方面，如某城市

的园林景观植物色彩运用特别优秀，会吸引更多人关注该城市，可促进城市旅游产业发展、吸引外来人员与本地人交

流，促成合作等，有利于城市经济发展等，体现了园林景观的地标性作用，得益于植物色彩的运用。

2��园林景观植物色彩运用思路

根据现实情况选择基调色彩，应着眼于现实情况，根据色彩运用原理、色彩搭配原理选择“背景色”，这个色彩

在整体设计中应用最多，是传递色彩情感主题的关键要素，同时，该色彩还要与后续色彩保持良好的关系。围绕这一

思路，在园林景观植物色彩运用中选择绿色作为基调色彩，因为绿色是最自然的色彩，也是人们普遍认知中植物的色

彩，因此绿色最能让人接受，可引导人们迅速进入审美状态。同时绿色兼容性较强，其他色彩更易与绿色形成良好的

色彩搭配关系，因此绿色是园林景观植物色彩运用中基调色彩的优选，若无特殊要求建议选择绿色[2]。

根据“大背景”控制色度，所谓“大背景”是指园林景观以外的场景，一般分为近景、远景2个层次，近景通常

包含城市建筑，远景通常包含朦胧的山川，在此大背景下，要考虑园林景观的远观美感，在植物色彩运用中应当配合

大背景控制色度。值得注意的是，大背景在不同时间段的观感不同，如清晨大背景的远景较朦胧，中午则轮廓清晰，

晚上看不见，但近景却成为了主调，结合这种观感上的变化，建议采用多色原理配合大背景。

根据四季变换运用植物色彩，四季变换会改变城市大背景美感，也会让植物色彩发生变化，因此在运用植物色彩

时需，要考虑这种变化，要求做到各季植物色彩均能良好搭配、各季植物色彩均能与大背景良好衔接。

3��园林景观中植物色彩的协调与配色原则

植物色彩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应用原则应当遵循最基本的色彩搭配原则，色彩整体上要体现对比与统一、均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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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的形式美法则。在具体搭配造型中，首先，植物色彩的色调、色相、明度要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植物的整体

色相要协调，进行有规律的搭配整合，使之形成一个互为对比又互相协调的色彩氛围；其次，在园林景观设计中，亮

度高的植物要比亮度低的植物使用面积少，使之平衡。植物色彩在园林景观设计中不仅要考虑植物的造型特点，还要

考虑植物色彩在造型艺术上的协调统一美。不同的色彩带给观者的心理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色系的色彩带给人们沉

闷、庄重典雅的视觉感受，亮色系的色彩带给人们轻松活泼、明亮欢快的心理感受，因此，要利用植物色彩的不同应

用来突出植物造型和色彩的统一，达到与周围景观相得益彰的效果。

4��色彩景观的应用路径

4.1  园林地面的色彩景观应用

在开展园林设计时，首先要关注园林地面的设计工作，园林地面能直接影响整体视觉效果。为此，园林设计师要

关注地面色彩景观的建设工作，从而提高园林的设计效果，进一步提升园林的观赏性。具体到地面色彩景观的建设活

动，为避免阴雨天裸露的土地给参观者带来不便，有必要在土地上覆盖地板，并做好地面铺装的色彩搭配工作[3]。因

为色彩搭配的差异将会形成差异性的观赏效果，这就要设计师依据园林的基础条件，设计出相应的色彩景观，尽可能

提升设计质量。例如，针对住宅区设计地面色彩景观时，设计师要把握居住环境的特征，尽可能选择暖色系的地板来

铺设色彩景观，烘托出温馨和谐的气氛。具体到颜色方面，设计师还需选择饱和度偏低的颜色，从而展现出安逸的居

住环境。由此可见，将色彩景观应用于地面设计可以进一步提升设计质量，形成良好的园林设计效果。

4.2  同色运用策略

在一些占地面积比较大的园林景观中可以使用同色运用策略运用植物色彩，该策略就是在园林景观中运用色彩相

同（色度可以有所差异）的植物，这种策略的应用形式有2种。

（1）“数量取胜”，即可在园林景观中大面积铺盖相同色彩的植物，当数量达到一定水平就会引起质变，如在园

林景观中大量铺盖绿色植物，就能营造“大草原”的宏伟景象，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数量取胜”策略的核心虽然

是大量使用同色植物，但不可忽略植物布置问题，应根据植物的形式进行设计，如很多园林景观会在道路两侧等位置

大面积种植色彩相同的大体积树木，在春夏季，树木不仅可遮雨、乘凉，还能营造绿荫小道的景观，而在秋冬季就能

带来落叶飘零、银装素裹的美感[4]。

（2）造型式点缀，即造型式点缀策略一般应用于背景色上，将色彩相同的植物布置成一个造型，利用色彩衬托造

型美感，并点缀背景色，这样无论是单独欣赏植物造型，还是大视角欣赏整体布局，造型式点缀策略都能通过植物色

彩给人带来美感。另外，造型式点缀策略应用中要注意，对园林景观而言，造型中植物的色彩一般不建议与背景色相

同，否则远观视角上难以发挥造型点缀作用。

4.3  园林水体的色彩景观应用

在园林设计中，水体也是园林的核心组成部分，园林水体的有效应用可以进一步提升观赏者的舒适性。设计师可

以将色彩景观与园林水体相融合，构建起水体色彩景观，进而增加园林的景观内容，提升设计品质。在建设园林水体

色彩景观时，通常会运用灯光投射的方法来形成水体色彩，并不断调整色彩，形成一种灵活多变的水体色彩景观[5]。

灯光投射相对简单方便，具有较强的可控性，能够展现一种水体的朦胧美，进而构建起舒适的观赏氛围。

4.4  多色运用策略

（1）叶色在很多植物上都是最为突出的色彩（因为多数植物的叶子相比花、果而言要更多，所以叶色最突出），

通常为绿色，也有小部分类目的植物叶子非绿色。以绿色与红色为例，如两者叶色都来源于树木类植物，就可以某种

植物为背景色，再用另外一种植物进行点缀，如以叶色为绿的植物为背景，在绿色背景下用红叶植物进行点缀，将红

叶以花朵的形式铺盖，单纯从叶色上看，就形成了绿色中开出红色花朵的图案。

（2）植物花色非常丰富，有一些植物的花色不止一种，还存在天然的色彩渐变关系，因此植物花色运用策略有很

多，即着眼于多色搭配原理，以主题是“热情”的园林景观设计为例，可选择多种花色以暖色系色彩为主的植物，如

红色、黄色、橙色等，过程中要注意色度，用于控制色彩明暗、区分主次，随即利用土壤、岩体构成造型基础，再在

造型基础上依照比例种植这些植物，可以形成花门，这样不仅体现了景观设计主题，还让花色完美衔接[6]。

（3）主干色就是植物主干的颜色，这个部位的颜色类型不多，多为褐色、白色、黑色等。首先，要运用主干色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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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选择主干突出的植物，因此，主干色多色运用策略主要针对大体积树木类植物，其次，在设计中需要根据主干色

进行色彩搭配，如可将白色主干与黑色主干植物水平排列。

5��结束语

色彩景观的价值日益凸显，在园林设计过程中有必要将色彩景观融入其中，这不仅有利于提升园林的设计水准，

还能为园林的观赏者带来良好的视觉体验。具体来说，设计师可以从园林水体、建筑、地面和植物等方面出发，结合

园林的整体设计思路和当地的历史人文特征，构建起全方位的园林色彩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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